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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手机卡一样能上网还不用实名认证……

警惕物联卡成诈骗分子新工具

随着手机卡实名制监管日益
严格，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又找到
了新的诈骗工具——物联卡。近
期，多地警方捣毁多个电信网络
诈骗窝点，查获大量物联卡。

物联卡由联通、电信、移动三
大通信运营商发行，和普通手机
卡一样具有上网、发送短信功
能。“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原
本只是面向企业发行的物联卡，

在网上可以轻易买到。物联卡开
卡可以绕开手机实名制，一些商
家甚至将“不需要实名认证”作为
卖点，给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
机。

又到一年取暖季，除了家里暖气热不热外，一
些地方供热单位对已经报停服务的用户收取“热
损费”也再次引发网友关注。记者采访了解到，

“热损费”在不少地方收取标准不一。这项饱受争
议的收费，有何依据，又是否合理呢？

报停用热也要交费？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对暂停用热的居民用户，

政策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不收取费用，有的地
方还在收取一定比例的“热损费”或“基本热费”。

西部一位网友反映，他所在小区规定，凡是住
户家中没有断水断电的，都视为用热户，需要按照
整个供暖季全额缴费，而非像往年一样对不需要
供暖的用户收取30%的“系统运行费”。

《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示范文本显示，
采暖用户在暂停用热期间应当向供热单位支付基
本费用，有相关规定，按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按

“采暖费总计”的60%缴纳。
在西安，根据相关规定，用热人提出报停申

请，经供热单位采取隔断处理后，可按总热价的
30%收取基本热费。石家庄则对空置房均收取
20%的热损费。

有少量网友认为，“开不开暖气是居民的权
利，既然报停了暖气，就是不需要这个服务了，再
收费没道理。”

被蹭热和有成本是收费主因
一些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坦言，在实际操作中，

一些居民并不是不想用热，而是觉得楼上楼下都
开暖气，自己家不开也不会冷到哪去。比如用热
住户反映室内温度不够，原因就是在邻居不用热
的情况下，该住户的暖气热量被邻居家“吸走”。

“在现行供热成本中，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
本两部分，其中固定成本占供热成本的 20%以
上。”天津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固定成本主要
考虑供热设施的折旧、维修以及建筑公共部分耗
热，尽管与用热户是否用热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必
须有这部分投入。可变成本则是指水、电、燃料等
费用，用热户暂停供热后，只是减少了可变成本的
支出，固定成本中的人工、维修、折旧等费用，不会
因某些用户申请暂停供热而减少。

此外，对供热单位来说，无论用热户是否用
热，都要对设施进行维修和管理，所需资金的主要
来源是用热户交纳的热能损耗费，这样才能保障
供热设施的完好和供热单位的生存发展。

专家认为“热损费”有一定合理性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

对空置房屋收取一部分“热损费”，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空置房屋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资源的
浪费，收取部分费用有助于给予供热企业补贴必
要的成本支出。

“根据我国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在供热过程
中，不仅要看用户是否享受到了供热服务，也要看
供热企业是否由于居民报停暖气而受到了损失。”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表示，如果供热企
业提出因居民暂停用热导致经济损失，那么应当
支持交纳一定比例的热损费对供热企业进行合理
补偿，但应说明收取比例和损失之间的关系。

在采访中，很多网友也对“热损费”表示了理
解和支持：不管是真的没人住还是“蹭暖”，都应该
交一定费用，因为它影响了整体供暖效果，交费有
利于平衡其他各方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取消
热损费，容易引发蹭热的效仿，对众多正常用热的
用户造成影响。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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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气报停
是否当交“热损费”？

多地公安民警提出，目前，
物联卡市场快速发展，但管控明
显滞后，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也给网络安全带来较大风险隐
患。

“查获诈骗团伙的物联卡却
无法调取相关流量信息，包括物
联卡号码的归属地、发卡公司、卡
主信息、实名登记信息等。”苏福
川告诉记者，由于物联卡在运营

商登记的通常是一家公司名称，
经过层层倒卖，根本无法查询到
实际使用人的信息。

此外，物联卡还无法封停和
限速。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了解
到，当地公安和运营商建立协作
机制，对于本辖区内的诈骗手机
号码设置筛选模型，能够有效识
别出通话量较大的诈骗电话，并
对涉嫌诈骗的手机号码采取封停

措施，但是对于物联卡，无法判定
其归属地和流量情况，实施封停、
限速存在较大难度。

业内人士认为，物联卡运用
前景广泛，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
时安全管理要同步跟上。在当前
物联卡已经拥有大量个人用户的
情况下，要像落实手机卡实名制
一样落实物联卡实名制。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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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卡市场快速发展管控明显滞后

据业内人士介绍，物联卡主
要用于物联网的数据传输、连接
管理等，多用在共享单车、移动支
付、智能家居、物流等行业。从三
大通信运营商的销售渠道看，物
联卡只针对企业进行批量销售，
并不面向个人用户销售。

正常情况下，物联卡的使用首
先要加装芯片模块或设备并拥有
开发操作平台，有了物联网运用的
需求，才能批量开通物联卡。但记
者调查发现，个人通过微信、淘宝、

QQ等渠道就能购买到物联卡，在
线支付后商家快递送货。

记者通过QQ和微信公众号
搜索“物联卡”，发现至少上百个
商家在兜售物联卡，不少商家甚
至将“不需要实名认证”作为“卖
点”公开宣传售卖，对象基本上是
个人用户。

记者和一名卖家私聊时，其
还向记者推荐了三大运营商多款
物联网流量套餐，如全国流量卡
10元包每月10G流量，49元包每

月 150G流量，并对记者说：“你
既可以自己用，还可以代理销售
这些卡，提取抽成。”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告诉
记者，企业在运营商那里登记名
称后就能批量购卡，一些智能设
备、物流业企业一年需要的物联
卡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实际
上，其中有些卡并没有都由登记
企业使用，有的通过层层转卖流
入了“灰色市场”，导致网上贩卡
泛滥，实名制形同虚设。

记者暗访：网上可随意购买，规避实名制难追踪

今年 7月底，泉州市民刘女
士上班时收到一封以“省公司人
力资源总监”名义发送的邮件，邮
件称公司建了一个财务工作 QQ
群，要求其加入该群。

刘女士加入后发现群内人员
显示的名字是公司高管人员实
名。随后，公司“总经理”在群内
发信息让刘女士联系客户“严
总”。“严总”以合同有问题不能签
订为由，要求退还之前的预付
款。公司另一名“高管”提供了

“严总”的预付款截图并让刘女士

退还预付款，刘女士按“指示”从
公司账户转款48.8万元至“严总”
指定账户。

之后，发现被骗的刘女士报
了案。泉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
告诉记者，调查发现，诈骗分子
使用物联卡上网作案，无法查询
到归属通信运营商及用卡人信
息。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陈宗庆告诉记者，去年
以来，有关部门加强对手机卡实
名制管控，并针对网上出售手机

卡进行专项打击。在这种情况
下，诈骗分子找到了新的作案工
具——物联卡。

记者在多地公安机关采访了
解到，在当前多起投资理财诈骗、
网络贷款、兼职刷单、洗钱转账等
涉网络犯罪中，犯罪团伙大量使
用了物联卡。

“物联卡成了一些诈骗团伙
的‘标配’。”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
警苏福川告诉记者，公安机关今
年以来捣毁的多个电信网络诈骗
窝点，均查获大量物联卡。

投资理财诈骗、兼职刷单、洗钱转账等犯罪大量使用物联卡

新华社


